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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的“铁路医生”烈日下的“铁路医生”

本报记者 邹倜然

“密贴调整片再加 0.3毫米，直尖轨拉伸 2毫米……”骆俊

杰左腿半蹲，右腿跪在滚烫的石砟上，耳朵贴近钢轨，手中的

榔头敲试着道岔移动轨，凝神屏气的他仔细聆听着尖轨与基

本轨闭合的声音。

8月 16日 13时，正值中欧班列调车作业结束后的两小时

天窗点，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杭州电务段义乌西信号工区工

长骆俊杰带领 6名工友开始调试下行咽喉区的道岔。

豆大的汗珠从骆俊杰被晒得黝黑的脸上不停滑落。“嗒！”

听到尖轨与基本轨密切闭合的声音后，被汗水打湿全身的他

才长舒了一口气。

义乌西站是华东地区繁忙的中欧班列装车组织站，月均

开行中欧班列达 120多列。电务信号设备控制着车站信号灯

开放、道岔转换等“神经系统”，高温天气会给电务信号设备健

康带来一定影响。

30岁的骆俊杰带领一支由 9名员工组成、平均年龄 35岁

的团队，差不多每 3 天就要对辖区内所有电务信号设备“体

检”一遍，为中欧班列正点安全开行保驾护航，他们也被称为

铁路沿线的“神经科医生”。

“我们工区管辖的线路近18公里，步行到最远的信号点要3
个多小时。车站内有13条股道，106架信号机，轨道电路有76个

区段，日常检修任务十分繁重。”骆俊杰说，最忙的时候，他和工

友们一天要弯腰3000次，一个简单的开箱动作要重复近千次。

烈日炙烤下，钢轨、道岔表面温度高达 60摄氏度，走在线

路上犹如身处蒸笼，骆俊杰身上的工装湿了干、干了又湿，一

天下来析出了一片片白色的盐渍。

检修信号机时，骆俊杰需要爬上 7 米高的信号机柱。只

见他一手握着万用表，一手拿着表棒测试信号机电压，目不转

睛地查看表上指针的细微变化。由于信号机爬梯是金属材

质，为防止烫伤和触电，骆俊杰需要穿上长袖、长裤和笨重的

绝缘鞋，还要戴上手套和安全帽，绑上安全带。

“信号机爬梯上的温度接近70摄氏度，高空作业全身每一个

毛孔都在出汗。”骆俊杰说，下梯后，他的绝缘鞋里都能倒出汗水。

天窗维修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但骆俊杰凭借娴熟的业务

技能，在 30分钟内就消除了 5处设备隐患。

14时50分，天窗点结束，作业任务圆满完成，骆俊杰拧开一

瓶矿泉水一饮而尽。想到一列列钢铁长龙在自己的保驾护航下，

进出义乌西站，往返于欧亚大陆间，一股自豪感在他心中升腾。

本报通讯员 申甲雁

进入 8月，江苏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多地气温超 40摄

氏度。在电力生产一线，有一群青年职工无惧烈日“烤”验，

“汗”卫城市的光明与清凉。95后陈家玄就是其中的一位。

1997年出生的陈家玄，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和人交谈

时略显腼腆，干起活儿来却雷厉风行。2019年 8月，他进入江

苏连云港供电公司成为一名配电运检室运行专职，3年来，在

生产一线敢想敢干的他，已能独当一面。

8 月 12 日 11 时，户外温度已达 40 摄氏度，陈家玄和同事

们正在对四季金辉小区的停电故障进行抢修。

“A 组负责小区变电设备排查，优先恢复居民用电”“B
组跟我一起，排查 20 千伏主线路”……他有条不紊地安排着

抢修。

此时，烈日下的环网箱外壳变得滚烫，陈家玄的汗水顺着安

全帽两侧的下颚带往下淌，他身上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湿。

陈家玄和工友们挨个对环网和电缆井进行检查，通过线

路分段耐压试验，他们仅用 1 小时便将故障点锁定。“电缆井

内更闷热，很可能产生沼气，先检测通风。”作业时，陈家玄提

醒说，高温天气更要守住安全红线。

下午 3 时，故障点修复完毕，此时，陈家玄的微信步数已

超过 4万步。

像这样的抢修，在陈家玄看来很平常。3年来，他经历过

冒着狂风暴雨的抢修，也曾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直奋战

到深夜……

2020 年 8 月，陈家玄参加了江苏省电力公司组织的配电

技能竞赛。那一次，由于缺乏经验，他并没拿到名次。“不论结

果如何，努力的过程一样充满价值。”面对失利，设备部副主任

王华的话打开了他的心结。

随后的日子里，他更加努力，一点点积累经验。今年，他再

次报名了省公司的配网不停电作业技能竞赛。育线、剪线、目

测、打弯……他提前3个月就开始练习基本功。3个月里，他用完

了1万多米的二次铜塑线，磨破了44副绝缘手套。最终在竞赛中，

陈家玄团队成为唯一一支在60分钟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的队伍。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依次亮起，陈家玄欣慰地微笑，这就

是奋斗的意义。

“汗”卫城市光明与清凉“汗”卫城市光明与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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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初，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

矿，爆竹声响彻云霄，一辆辆支架搬运车装

载着披红戴花的智能化综采设备正奔赴“岗

位”，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全面进入智能化采

煤新时代。

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首批“大国工匠”

符大利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几个月

来，他一直“脚不点地”地穿梭在矿井上下，一

边与国家院士团队沟通方案，一边与设备厂

家、技术人员研究智能化装备应用问题。

如今，该矿智能综采设备顺利入井，矿

工们“坐在地面采煤”梦想成真了。

差点当了“逃兵”

2002年，符大利听从在煤矿当工人的父亲

的建议，来到黄陵矿业一号煤矿综采队当电工。

可是，上班第3天，他就打了退堂鼓。

从井口到井下工作面一个来回要步行

15 公里，负重 50 斤的配件和工具，身材瘦小

的符大利感到吃不消。趁着巷道漆黑，没人

看见，他一边走一边偷偷抹眼泪。

父亲符永彪看出了儿子的心事，一句话

点醒了想要放弃的符大利：“要想明天不受

累，今天必须吃苦！”

从那时起，骨子里不服输的符大利下定

决心学好技术。他师从全国煤炭行业技能

大师王军明，师傅对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重来！”

师傅的严格让符大利养成了严谨、细

致、高标准作业的习惯。为搞明白一个细

节，他经常熬到夜里两三点，专业书里写满

了注释和标记。几年下来，符大利已经成长

为公认的技术能手。

德国专家竖起大拇指

2007 年 5 月，一号煤矿首次在综采工作

面运输机里使用了德国的启动装置，但因

“水土不服”，设备运行 3 个月便出现故障。

每次故障都要请德国工程师专程来处理，不

仅费时，也耽误生产进度。

符大利经常跟着德国专家一起处理故

障，逐渐摸清了“门道”，还琢磨出一套设备

改造方案。可是，德国厂家对自己的设备很

自信，反对改造。

符大利没有轻言放弃。为了全身心投

入设备改造，他连续两个月都住在了矿上。

他每天守在现场观察琢磨，还自学 CAD 制

图，研究每个零部件的工作原理。那段时

间，吃饭、洗澡、走路的时候，符大利的脑子

里都在想着改造方案。有次升井洗澡，他看

到淋浴上的水汽，若有所悟，急忙再次换上

工装下井。经过反复分析试验，他在启动装

置内部的循环水路中增加了外部冷却器，并

调整注水时间，经他改造后的设备连续 9 个

月运行无故障。

这次对洋设备的成功改造在行业内引

起不小震动，就连德国厂商都竖起大拇指，

符大利“机电大拿”的美誉也在矿区传开了。

圆梦智能开采

从小在矿区长大、目睹过井下事故的符

大利一直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让采煤更

安全，矿工劳动更体面。

2014年初，黄陵矿业在一号煤矿 1001工

作面开展国产智能化无人开采成套技术装

备工业试验，这是煤矿人眼中的“珠穆朗玛

峰”。作为矿区的高技能人才，符大利被委

以重任，担任项目主要负责人。他挑选精兵

强将组成技术攻关小组，加班加点处理难

题。最忙的时候，他一口气下了 43个井。

过度劳累让他患上了面瘫，井下巷道风

大，而面瘫患者见不得风，他便把中药、西药

全部装在兜里，不舒服了吃药，饿了啃几口

面包，困了在防爆车上打个盹。历时 4个月，

反反复复进行了 20多次试验，符大利带领技

术团队完成了 11项技术改造。

2014年 4月 2日，这是载入中国煤炭行业

发展史册的一天。在一号煤矿调度指挥中

心，两名西装革履的矿工走到操控台前，娴熟

地通过地面指挥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操控按

钮，启动井下综采工作面各个生产设备，顺利

实现了远程控制煤机采煤和综采支架的推架

移溜作业。几代煤矿人“坐在地面采煤”的智

能开采梦想，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

这项技术填补了我国煤矿智能化无人开

采技术的空白，符大利的名字也随之在煤炭

行业家喻户晓。

符大利没有停下“掘进”的脚步。2015年

8月，他带领团队建成全国首个中厚煤层智能

化无人综采工作面；2019年 9月 15日，符大利

团队完成的“基于动态地质模型大数据融合

迭代规划控制策略的智能开采技术”研究，实

现了由传统割煤向三维空间感知和自动截割

的技术跨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截至目前，符大利和团队先后完成科技

项目 52 项，获得国家专利 17 项、实用新型专

利 102项。

符大利带领团队用 17 项国家专利、102 项实用新型专利为矿山添“智”，让矿工“坐在地面采煤”梦想成真——

煤 海 深 处 走 来“ 智 慧 工 匠 ”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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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苗寨里的女村医

本报记者 裴龙翔

顾亚琴的一天，比其他人开始得要早

一些。

早晨 8 点半，当制版师傅们陆续走进

车间，顾亚琴早已把新一天的工作计划安

排妥当。

“裤型要再修改，臀部要圆顺”“注意腰

臀比，从 0.1 的弧度开始调整，过渡要自

然”……她一条一条清晰地向大家交代。

最近，企业从童装开始试水女装，版型难度

又上了一个台阶。

顾亚琴是上海巨臣婴童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的制版负责人。她的办公室和车间就

隔着一层玻璃，每天在车间的工作台和缝

纫机之间穿梭,手里握着纸笔和剪刀，她的

心里才踏实。

眼下，服装行业早已是让很多人望而

却步的“红海”，顾亚琴却依然坚守自己的

初心：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一厘米都不能差”

20 世纪初，台湾某航空公司的空姐制

服一经“上新”，立刻吸睛无数。以往极难

“驯服”的毛料被裁剪得贴身挺括，丝巾、围

裙等配饰也如同量身定制。这些让人眼前

一亮的制服就出自顾亚琴之手。

摩挲着制服的照片，顾亚琴对记者讲

述了她的成长故事。

2001 年，服装设计大专毕业的顾亚琴

只身来到上海，每天“泡”在人才市场找工

作。她买来报纸，按照上面的招聘信息挨

个打电话毛遂自荐，终于在积蓄花光之前

找到了一份工作。

当她拖着行李赶到企业，艰苦的条件

却让她打了退堂鼓：“睡的是大通铺，每月

工资只有 600 元。”不过最终，她还是说服

自己留了下来，成了打版师助手。

两年间，一把大剪刀被她用得得心应

手，硬卡纸的版样在她手下特别“听话”，各

种弧度曲线也都手到擒来。同批进厂的员工

里她率先实现“单飞”。

机会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往往又以极

高的难度吓退想抓住它的人。不过，顾亚琴

从来没有让机会从自己的指缝间溜走。

一次，外国客人定制了一件礼服，胸前画

龙点睛的手工花全厂没人能做。顾亚琴主动

请缨，几天不眠不休，做出的成品堪比真花，

从此这位客人每次来定制礼服都会给她带一

份小礼物。

空姐制服是顾亚琴的另一次机会。

制服需要衬托出空姐的体态之美，细节

格外繁琐。平时一个款式通常需要五六个尺

码，而为了做准每套制服，她坚持每款都做出

十几个尺码，在试穿、调整环节也都精益求

精：“一厘米都不能差，穿上制服是否专业、干

练、靓丽，往往就在分毫之间。”单是一件外

套，她裁出来的牛皮纸摞起来就有一人高。

极致的细节把控最终成就了这家航空

公司的经典款制服，也让顾亚琴在圈内崭露

头角。

“闲下来就感觉是在浪费人生”

2004 年，顾亚琴转战童装制作，本以为

自己可以实现“降维打击”，没想到现实很快

让她意识到了短板所在。

“0 岁到 12 岁，正是孩子身体发育的阶

段，不仅版型变化多样，而且童装尺码小，对

误差要求更严格。”她调整心态及时“归零”，

在童装行业一沉淀就是 10年。

升任版样负责人后，她动起了脑筋：“有

没有能快速提升新人业务水平的办法？”几番

琢磨，她建立起了数据库，将各种款式的基础

版型和不同材质分门别类设置好，导入自己

过去积累的数据并不断丰富，这样一来，只需

简单查询和校正就可以应用在工作中。

“有一次在家看电视，危机感突然就来

了，闲下来就感觉是在浪费人生。”顾亚琴说，

自己是个闲不住的人。

后来，她先是在东华大学完成了英语专

业的本科学习，又在青浦参加了制版专业的

培训班。

从她居住的奉贤区到青浦区，几乎横跨

了整个上海，为了赶上周末上午 9点的课，她

早上 5 点就从家里出发，辗转几辆公交和地

铁，单程通勤需要几个小时，但她一节课都没

落下。

2017 年，她报名参加了全国纺织行业服

装制版师职业技能竞赛。时隔十年，重新捡

起女装设计制作，顾亚琴唯有全力以赴。

竞赛分为平面制版和实际操作两部分，

和来自全国的高手过招，顾亚琴不敢怠慢。

外套内里制作环节最让她紧张：“我们都说

‘穷面子、富里子’，内里制作最见制版师对服

装内在舒适和外在靓丽之间平衡的把握。”

最终，凭借过硬的基本功，顾亚琴完成了

所有项目，将“全国服装行业服装制版操作能

手”称号收入囊中。

带领大家向前走

顾亚琴的办公室里，各式童装应有尽有，

其中一件缀满亮片的衣服最让她引以为傲：

“以前我们的技术还不能制作这样的图案，只

能进行简单缝合，后来经过不懈攻关，现在几

乎没有我们实现不了的工艺。”

作为服装人，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

的故事她并不陌生，行业的现状也促使她

思考，应该如何创新，又该以怎样的创新实

现由大到强的跨越。

2020 年初，顾亚琴和团队临危受命，

研发新型可循环纳米口罩，面对跨领域的

创新挑战，她迎难而上，研发出较传统口罩

透气性更好、佩戴更舒适、可循环使用的纳

米口罩并实现量产。

如今，顾亚琴所在的企业逐渐实现了

生产外包，核心研发和制版工艺还留在上

海。但顾亚琴并没有放松对服装质量的要

求，她经常飞往外地授课，手把手地教会女

工们缝制出“免检产品”。

“顾姐，我这里有个难题，您帮忙看看”

“我看到几篇不错的专业文章，发给大家看

看”……顾亚琴的微信里，这样的消息时不

时就会冒出来。更多的时候，她扮演着一

个大姐姐的角色，带领着大家不断学习技

术、交流提高。

在她看来，每个人都是行业向前发展的

一小块铺路石，“影响更多的人，石头越来越

多，行业发展的道路才会越来越平坦”。

一张不大的打版纸铺开，顾亚琴就在

这咫尺之间绘就绚烂人生。

顾亚琴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沪漂”逆袭成为行业翘楚——

打版纸上绘出绚烂人生

图为顾亚
琴在参加全国
纺织行业服装
制版师职业技
能竞赛立体剪
裁项目比赛。

受访者供图

8月13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
山县郎德镇乌肖村，李玉群和丈夫文天林走在出诊
归来的路上。

今年40岁的李玉群，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乌肖村的村医。13年来，她扎
根深山苗寨，守护着苗族群众的健康。

乌肖村是李玉群丈夫文天林的家乡。很长一段
时间里，乌肖村没有村医，村民需要到18公里外的
镇上看病就医。2009 年，在经过乡村医生人才培
训、考试合格后，李玉群和文天林成为乌肖村的村
医。两年后，文天林被调到其他苗寨担任村医，李玉
群一人继续守护着800余名苗寨村民的健康。

乌肖村山高、坡陡、谷深，农户比较分散，留守老
人居多。在做好日常基本诊疗工作的基础上，李玉
群主要靠步行和骑摩托车入户巡诊。文天林也会在
休息时间回家帮助李玉群。“村民就像我的亲人，用
自己所学，让大家在村里就能看病，是我的幸福。”李
玉群说。 本报通讯员 蔡兴文 摄


